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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的淇語教育

這襄所謂的近代是根據歷史學家一般的說法，指從明治維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

戰敗這一段時間， fgp從一八六八年到一九四五年。概觀這八 j~年的漢語教育史，貝Ij上章

所述的日本漢語教育中存在的兩種特殊情況，;博得到更具體的說明。下面分三部分部:

@學杖教育中的漢語教育，@社會上的漢語教育，@漢語教科書、漢語教授法，來論述

八十年的漢語教育史。

1 .首先從學校的漢語教育論述。明治四年， (一八七一年〕簽訂了日清怪好條

規，當年外藩省開辦了漢語學所和洋語學所。漢語學所教授漢語(當時是南京方言) , 

其目的是為了恢復日清間的外交關係，培養從事翻譯工作的人員。當時有一所高等教育

機構南梭(後改稱開成學校) ，但沒有在此進行漢語教學的計劃。明治六年(一八一七三

年〕漢語學所和洋語學所(後者教授俄語和德語〕歸文部省管轄，改稱外國語學所。同

年把開成學梭的語學部(教授英語法語〉從開成學校分離出來，與外國語學所合(并，成

立了東京外國語學校。當時在日本各地設立稱作外國語學校的學校，承但高等教育機關

的預備課程。但是東京外國語學校學制是四年，分上下等各二年，規定進高等教育機關

的抵需學習下等二年，從事翻譯等實蓓的則要學習上下四年。這襄教授的外國語有英、

德、法、俄、漢語，不久叉加上朝鮮語。當時開成等學校沒有教授需要漢語、俄語的課

程，因此漢語、俄語等學科的學生， 學習上下四年， 從事翻譯、貿易等二作。明治 j~

八年(一八八五年〕東京外語學被廢除，當時德語、法語的學生轉入東京大學的預備學

校， 漢語、俄語和朝鮮語的學生轉入東京商業學校。東京大學預備學校於明治十九年

(一八八六年〕成為第一高等學校。到明治末年為止，日本先後設立了第一至第八共八

*本文是作者去年十二月參加本昕“中日文化交流國際研究會"捏出的論文《我國的漢語教育和對

中國的理解》的二、三章，全文將收入本所出版的《中日文化交流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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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高等學校，在教授英、德、法語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但始終沒有設置漢語課程。

而先前所述的開成學校於明治 1-年(一八七七年〉成為擁有醫、法、文、理四個學

部的東京大學。東京大學文學部設置了和漢學科，研究中國文學、哲學、史學，但這個

學科沒有設置漢語，設置了法語和德語，以備選催。東京大學於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六

年〉再次改名為帝國大學，此際在博言學科(即語言學學科〕初次設置了一週三小時的

漢語課程。帝國大學漢文科設置漢語是在其後，而且是一週僅有一小時的狀態。江戶時

代學術的代表一一中國古典研究，在明治維新以後，出現了將在一旦衰亡的趨勢，東京

大學文學部之所以設置和漢學科，是試圖僅以文學部這一個學科維持中國古典的研究。

和漢學科的中國古典研究後來分為支那哲學、支那文學、東洋史學等學科，與江戶時期

一樣，其中心仍是用“訓讀法"進行中國古典的研究。當然，後來應用歐美的研究方法

進行研究，也出現過優秀的“支那學者" (sillo101ogist) ，這是不容否認的，但大部分

人抵是繼承了江戶時代的遺產。而且，很自然地，他們的研究只限古代中國，對鴉片戰

爭以後的中國不太關心。因此雖然設置了漢語時間，但一般都把責任推給中國人教師，

讓學生念些會話教材，學生對漢語課也沒有下過功夫。

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年〕到明治末年期間，京部、仙台、福崗各地設置了帝國大

學，但是漢語教學方面和東京帝國大學大同小異，這種狀態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年)東京外國語學校被廢除，漢語、俄語、朝鮮語，三學科

的學生轉入東京商業學校，此事已在上面談過。東京商業學校於明治二十年(一八八七

年〉改稱高等商業學校，把漢語作為第二外國語。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年)再度設立

東京外國語學校的帝國議會的建議得以實現，起初作為高等商業學校的附屬外語學校開

杖， 三年以後的明治三十二年(一八九九年〉以東京外國語學校獨立。此校教授英、

德、法、俄、西班牙、漠、朝鮮、意大利等八種外國語， 學制為三年。明治三十五年

(一九O二年〉前述高等商等學校成為東京高等商業學校，於明治三十八年(一九O五

年〕相繼在山口、長崎設置了高等商業學校。在這些學校裹，英文指定為必佳外國語，

漢語和法語、德語一同按指定為選佳外國語。根攘明治三十六年(一九O三年〉的專門

學校令，成立了許多私立專門學杖，其中內容充實的已採用大學的名稱。這些大學中尤

其以早稻田大學設置漢語課程最早。但是，指定學習漢語的學科抵限於政治經濟科和商

科，它與官立高等商業學校指定漢語的趣旨相間，這是值得注意的。

大正時代(一九一二年~一九二五年〕學制得進一步調整和廣泛的普及，其內容是

小學六年、中學五年、高等學校和專門學校三年，大學三年。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給日

本帶來昕謂“大戰景氣"的經濟上的繁榮。從大戰結束的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前

後，日本政府突飛猛進地實行了高等教育機關擴大的工作。其內容包括:高等學校十

所、高等農林學校四所、藥學專門學校一所、高等商業學校七所，外國語學校一所。高

等商業學校與前述的四投相同，重點放在英語上，英語是必峰課目;作為第二外國語可

屆選值漢語。外國語學校設在當時(大正十年，一九二-年 7 日本經濟的中心大肢，開

設了漠、蒙、馬來亞、印度、英、德、法、西班牙、俄等九種學科。大阪外國語學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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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的時候，謀取了重點放在東洋外國語的方針，漢語學科部成為日本西部研究漢語的

中心。但新設的高等學校設置的依然是英語、德語以及為數較少的法語，沒有一個學校

設置漢語。高等學校是帝國大學的預備學校，日本的統治階級分子是從高等學校畢業以

後進入帝國大學的，昕以漢語和日本的統治階級是沒有據分的。大正時代又是一個私立

學校發展的時期，許多私立專門學校，私立大學急驟地增加，但是允許把漢語作為第二

外國語進行選修的學校，也還仍然限於經濟商業方面的學科。據說大正末年全國有將近

五百昕的中等學校。大部分中等學校教授英語，為數極少的一部分天主教教會學校教授

法語、種語等，還有為數極少的商業學校教授漢語。進入昭和時代以後，高等學校的學

制和大正時期沒有變化。就帝國大學來說，大阪和名古屋二處叉新設了二昕以自然科學

為中心的大學。昭和十年至二卡年間還新設了國立的專門學校，這些也是自然科學方面

的。這些學校是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入太平洋戰爭(昭和十

六年，一九四一年)時，為革新和普及科學技術從而推行近代化戰爭這個目的而辦起來

的。因此在昕謂大學專門學校的高等教育機關裹，漢語教學沒有什麼特別進步。但是，

一九三一年發生了九﹒一八事變，繼而發動了侵華戰爭，在另一方叉提出“日漏支一體

化"的口號進行日中友好，謀取了五相矛盾的行動。作為這種事態的反應，發動侵華戰

爭的那一年一一-一九三七年召開的帝國會議上有一個議員提出建議: “為了(對中國)

進行文化工作，最需要的是思想的理解，為此有必要把支那語(漢語)作為中學以上程

度學校的一個學科......安啡進去，與此同時在支那(中國〕普及日語......。"其結果，

認為在中等學校教授漢語確實是必要的，但鑑於培養師資的困難，謀取對漢文教師進行

再教育的措施，暫且讓漢文教師在“漢文"的時間，加進有助於理解現代中國的適當的

“時文(用當時漢語寫的文章)"進行教育。於是文部省為漢文教員舉辦了四天“支那時

文講習會"。此事反映了文部省當局還沒有考慮到日本的中等教育有學習漢語的必要，

也反映了他們所持的一一-認為用“訓讀法"好歹可以讀懂現代中國語一一這種天真的想

法。現在考慮起來豈不荒誕不經?在這種形勢的影響下，中等學校教員的漢語講習會也

開辦起來，大阪出現了少數的設有漢語教科的商業學校。

2. 其次記述一下社會土的漢語教育。如上昕述，明治時代一些學校進行了漢語教

育，與此同時社會上也進行了漢語教育，而且後者有時在質與量雙方勝過前者。這是明

治時代漢語教育的一個特徵，也可以說是其它外國語所沒有的。從明治元年到明治二十

年(一八六八年~一八八七年〉間誕生了日清社(明治八年，一八七七年)和興亞會支

那語學校(明治十三年，一八八0年〉兩個民間的漢語教育機構。日清社是廣部精創立

的。當時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在東亞活動，印度、中國已經淪為殖民地，在這種形勢下廣

部精提出“日本與清國若不聯合，亞洲的勢力就會妻退，而兩國人之間言語不通，則不

能加強團結。"他的呼呼與昭和時代的“日支親善(日中友好) "不同，有日中兩國人

民攜起手來抵就歐美勢力的意思。雖然他這樣創立了民間漢語學校，但才成立二年就因

為明治十年(一八七七年)的西南戰爭(明治改府鎮壓了西鄉隆盛率領的鹿見島士攘的

叛亂)學生四散，以至關門。一般人認為，畫展集到這裹的學生都是對當時的統治階級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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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反感的人。當時的統治階級都想通過學習歐美語言，吸收先進文化，建設近代化國

家。當時是“凡學習漢語的人，不是被視為傻瓜就是被視為狂人。"的時代，這些學習

漢語的人都是不怕輕侮而堅持要學習的人。據說還有一些組織和日清社有同樣的色彰，

興亞會支那語學校就是其中一個。這個組織的會長是桓本武揚，其中包括知名的“上層

社會的民權論者"，其成立的旨趣和日清社大致相同，在於亞洲人的聯合。但是這個民

間學校成立後三年，因財政困難以致不能經營，學生參加轉學考試後進入東京外國語學

校。
明治二卡年，荒尾精在上海設立了日清貿易研究所。他本來是陸軍士官學校出卦，

作為參謀本部部員被派遣到漢口。當時的日本一方面坦憂西歐勢力的東漸，認為應振興

日清之間的通商，另一方面雖遲人一步但想加入西歐資本主義的行列，擠入半殖民地的中

國市場。荒尾精代表了日本的立場。他設立的日清貿易研究所，雖然名字是研究所，但

封是三年制的學杖，學生是從日本全國募集來的，研究所的經費是從內閣機密費出的。

這個研究所的許多畢業生從軍當了翻譯。研究所因甲午戰爭封閉。進入明治三 1-年代以

後，善瞬書院(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年〕及東亞同文書院(明三十四年，一九0一

年〕這兩個有力的漢語教育機構先後在東京和上海開設。善瞬書院是繼承前述的日清社

傳統的。當時的官僚專政體制要通過吸收回歐文化建設起富國強兵的國家。善瞬書院的

創立者宮島大八反對這種體制，試圖主要進行以儒教思想為基礎的學術研究，扭高道德

和知識，從而培養出人材。他少年時留學中國，能用漢語讀四書五經，像他那樣精通經

學、文學的學者，當時祖有他官島一個人。宮島清廉潔白j 善瞬書院能以維持經營，一

方面靠從外幸存省領取相當多的補助金，另一方面靠宮島投入的巨額私財。宮島編集的名

吽《急就篇》的漢語教科書的版稅，思怕是投入了經營。宮島在經營善瞬書院的同時，

還坦任當時剛剛成立的東京外國語學梭的清語科主任，並且還兼任東京帝國大學漢文科

的講師。因此許多青年人聚集到他的門下，其中也出現了優秀的漢語學者。但是在善眸

書院學習的青年人並不完全都是想通過對中國古典的研究，提高自己的道德和知識，反

之其中的多數在甲午戰爭和義和團事件以後，與日本資本滲透到中國相呼應，想到大陸

去活動。

東亞同文書院同樣繼承了前述的日清貿易研究所的傳統，它是由近衛篤磨領導的東

亞同文會設立的。明治初年間來，為了爭取日清的聯合，以對抗西歐向東亞的擴張，由

有志者結成幾個民間團體，這些團體離合集散，最後團結大同成為東亞同文會。從東亞

同文會主持人的心情來講，本來是以聯合清國為目的的，但後來逗步傾向於先進的日本

必賓解放後進的韓國和清國這一方向，客觀上起了促進日本向大陸擴張的作用。東亞同

文會提出“保衛支那"、 “援助支那和朝鮮的改善"等諸如此類的綱領。東亞同文會在

這種綱下，在朝鮮各地建立了學校，在中國的上海設立了東亞同文書院。很自然地，這

個學梭為了培養在中國大陸積極活動的青年，在漢語教育方面下了很大力量。該校的畢

業生踴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各條戰績， 幫助了日本在中國的擴張。隨著九﹒

一八事變(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侵華戰爭(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等日本軍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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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活動的擴大，東亞同文書院的規模也隨之擴大，昭和十八年昇為大學，最後隨著戰敗

解散。

大正時代，日本國內出現了民眾參加政治的新的政治空氣(所謂大正民主政治) , 

似乎官僚體制有昕收斂，但是在對外政治方面，以強迫袁世凱室主訂二卡一條為開端，開

始積極展開向大陸的活動。民間的漢語教育在大正民主政治的情況下，的確可以說有一

度停頓。但是，明治三|→八年〔一九O五年〕設立的以南浦鐵道會社為中心的、東北的

殖民地經營逐漸正規化，隨之大連、海陽、旅順等地民間辦起漢語學校，有很多旅居當

地的日本人曾在這些學校學習。浦鐵及關東廳等單位也獎勵日本人，學習漢語。但是，這

種漢語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減少作為支配者的日本人與在日本人企業中工作的中國職員、

工人之間的磨擦。一般地說來，學習漢文的日本人是下層職員、店員等，所學的漢語也

只限於簡單的日常會話的範園。進入昭和時代的、後，爆發了九﹒一八事變、侵華戰爭。

為了讓到殖民地浦洲或日本人佔值的地方去尋職業的人學習漢語，東京及日本各地的漢

語講習會如雨後春興地開辦起來。如前昕述，近代日本的學校中的漢語教育，從明治初

年到明治二十年左右的期間，是為了處理與清國的外交事務的“實務性外交外語" 0 I市

後，經過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 日本資本主義進入中國市場，漢語教育成了為處理與叫 l

國貿易的“實葫性貿易外語"。民間的漢語教育，在明治二十年以前，有抵抗官僚專政

體制的目的，抵抗它吸收西洋文化及搞富國強兵的近代化。此外它還有通過日清聯合阻

止西力東漸的目的。在明治二十年以後的漢語教育則伴隨著日本向中國擴張，成為培養

“飛向中國的青年"的、為支配殖民地人民的“殖民地外語"。昭和時代，特別是一九

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間，隨著經濟恐慌、慢性景氣蕭條等資本主義矛盾的暴露，軍隊勢

力抬頭而確立了法西斯體制的結果，終於引起了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這個時代的漢

語教育，不論是學校教育還是民間教育，都成了“戰爭外語" “軍隊外語"。總之，明

治以來英、法、德語作為“文化性外語"教授給統治階層，漢語則一貫地作為“實用外

語"教授給非統治階層。

3 .一般地說來，教亞洲各國的語言時首先探用歐美的傳教士、外交官為了傳教或

外交而編慕的課本，其次是當地普通教育用的國語教科書，然後，最後的階段是經過語

言學分析的科學的課本。一般都有這種傾向，漢語教學中大體上也可以看到這種情形。

流傳於唐通事(漢語翻譯〕之間的《漢語睦步》等是當時主要課本，其教授法是家傳式

的。明治九年(一八七六年〕從南京話的學習轉為北京話的時候，唐通事家里傳下來的

課本已不過用了。恰巧當時監北京英國公使托馬恩﹒維多寫的《語言自週集》流傳到日

本。起初人們把它抄下來，作為教科書使用。後來廣部精根接這本書寫出了我國第一本

漢語教科書《亞細亞言語集支那官話部)) (明治十二~+三年/一八七九~一八;\0

年 7 並付出版。六角恆廣氏的《近代日本白中國語教育(近代日本的漢語教育) ))里，

有明治時代出版的漢語學習書的書名，共二四三冊，其中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年〉出

版的《官話指南)) (吳啟太、鄭永邦著)、明治三卡七年(一九O四年出版的《官話急就

t~i ))等是典型的會話教課書。直至昭和二 f-年還使用它來進行過漢語教學。這些書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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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類書在內，都是模的《語言自遍集》設計的。其一般探取的形式是，根攘意思分成類

的單詞集，相互沒有關係的單詞集，關於一定事象的問答集。我們可以把這些稱作急就

篇性質的會話書。這種會話書設計得讓學習者盡量多記常用說法，以便掌握社交用的會

話。這些會話書上的會話都很通俗、講實用，以致有時缺乏感情。從明治中期到大正時

代及至昭和二十年左右，漢語教學的一般方法是初級用《官話急就篇))，中級用《官話指

南)) ，抵靠翻譯、背誦法去記會話性的教材。進入昭和時代以後，出現了昕謂讀本式教

科書。這些教科書是一九二0年到一九三0年左右的中國小學國語教科書的拔萃以及童

話、民謠，有時還有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這些書襄面有較系統的發音練習教材和嘗試性

的根接語法範疇搞出的句于的啡列。但是發音練習的教材非常雜亂，根據語法範疇的語

旬的排列也只不過是表面現象的陳列。用它來試行語法翻譯法的教學是不可能成功的。

進入昭和十年代以後，倉石武四郎作的一系列的教科書都有精辟的語法說明和系統的練

習教材，作為實用外語的教科書是出色的，在當時是少見的。

現代日本的漢語教育

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日本承認技攻坦宣言，被聯合國軍佔韻。在聯合國軍的

管理下執行了創除軍國主義、經濟機構的民主化、農地改革等政策。昭和二十一年(一

九四六年)公布了以主權在民、尊重人權、放棄戰爭為綱的憲法。敗戰以後日本的經濟

由於缺乏物資、物價高騰陷入困揖。從昭和二十三年(一九四八年〉通貨膨脹減緩，生

產納入軌道。再看世界形勢，以美國為中心的資本主義國家和以蘇聯為中心的共產主義

國家之間展開了冷戰，亞洲的情況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東南亞各國相繼獨立，昭和二十

四年(一九四九年)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了，國民黨政府移至台灣與

大陸對峙。昭和二十五年(一九五0年〉朝鮮半島上爆發了朝鮮戰爭，在此農機下美國

對日本的政策發生了很大變化，昭和二十六年(一九五一年〕在舊金山，日本和聯合國

之間竟是訂了和平條約。從昭和三十年左右(一九五五年〕日本經濟實現了高速發展，國

民總產值年年增高，昭和四十二年(一九六七年〉達到僅次于美國的地位。在此期間，

日本的文化大眾化，科學技術得到發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擴大，國民意識也產生變

化，開始追求生活上的享受。日本政府和聯合國之間黨訂的和平條約是根攘美國對日政

策黨訂的，因此中國和蘇聯被啡除在外。其結果，昭和二十七年(一九五二年〉日本政

府和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之間黨訂了日華和平條約。日本政府在內心雖然對否認北京政府

是躊躇的，但被編入舊金山體制中，與中國對立。日本政府一邊慎重地調整步伐，與美

中關係的緩和求得一致，一邊保持不與台灣斷絕經濟關係，而謀求改善日中關係。昭和

四十七年(一九七二年〉尼克松總統實現了訪華，以美中兩國的和解的發展為模機，同

年田中首相也訪問了北京，實現了邦交正常化。待去年鄧副總理來日，終於黛訂了日中

友好和平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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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中國及漢語的看法的變化。

戰後已經三十年了，存在於我國的漢語教育的特殊情況發生了什麼樣變化呢?第一

章第一節昕講的對漢語的看法，就大多數國民還不能說有了很大的變化。但是隨著日本

的國際交流的擴大，有關外國文化情報的增多，日本人對漢語的意識漸漸地發生了變

化。特別是就那些戰後接受新教育的青年來講，他們關於漢文漢字的知識和戰前的人比

較起來相差很多。另一方面，漢語本身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譬如，漢字的簡化，漢語

拼音文字的制定，普通話的普及等等。在這樣的情況下，雖然老壯年人中"同文同種"

的觀念依然還很牢固，但是在青年人中，已經開始樹立起了漢語是不同於日語的一種外

語這一概念。

在第一章第二節昕談到的對中國文化的看法，與對漢語的看法比較起來，我們可以

說前者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一般的日本人(暫且不談意識形態的問題) ，對侵華戰爭所

犯的罪過抱有歉意，對於中國人要比對其它亞洲人抱有更深的、人種上的親近感。對于

中國文化抱有敬仰之意，此外，有一種其他外國人近乎不能理解的、很深的，與中國人

共周的感受。特別是對社會主義社會及其意識形態有共鳴的青年人，蘇聯和中國是他們

所憧憬的。當然，三十年來日本人對社會主義社會及其意識形態的看法，也不可避免地

發生了變化。起初他們對蘇聯有強烈的共鳴，但隨著對蘇聯社會實際情況的逐步了解，

對它的共鳴逐漸制弱。他們對社會主義社會的關心，繼而叉集中到中國。但是一九六六

年隨著日中兩共產黨對文化大革命評價的對立，他們之中一部分人對中國失去希望。一

部分人則更傾向中國， 表示出狂熱的共鳴。後來日中邦交正常化， 在日中交流中， 政

府之間的實際交流佔了較大的比例，另一方面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情況也逐步為人們昕知

道， 隨著這種情況， 他們從過去狂熱的共鳴轉向理智的共鳴， 這是一種傾向。但是，

從全體來看，日本人對中國的親近感是非常強的。這一點從過去的輿論調查也可以看出

來。今年十月美國的格拉補調查昕和讀賣新聞共同進行了調查，根攘這個調查可以知道

日本人所信賴的國家是:美國第一位，英國第二位，中國是第三位。把信賴的國家這一

提法改為好的國家，我想、其結果也會大致相同。從這種情況看來，我們可以說日本人對

中國的看法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大不相同。

2 .漢語教育的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的教育制度在昭和二十二年(一九四七年)仿放美國改為

六﹒三﹒三﹒四制，從昭和二十四年設置了所謂的四年制新制大學。戰前的大學、高等

學校(舊制)，專門學校通過合併，或者單獨地，成為新制大學。攘一九七七年文部省統

計，新制大學共有四百三十一所，學生數為一百八十三萬九千三百六十三人。新制大學

開設的科目有:一般教育科目、外語科目、專門教育科目。一般教育科目和外語科目原則

上在四年的前期二年基聽課程(教養課程)襄進行。外語科目要學習二種以上的外語。在

社會科學方面和人文科學方面的大學的學部基礎課程裹，漢語是第二外國語。在基聽課

程襄設有漢語的大學，接推倒大概要超過一百所。新制大學剛剛開始的時候，選擇漢語

的學生和選擇法語、德語的學生比較起來真是寥寥無幾。但後來逐漸增加，特別是從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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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四十七年(一九七二年)日中邦交正常化前後急驟增加。增加最多的是社會科學方面

的大學學部，選擇漢語的學生數和選擇法語、德語的差不多。這個事實大概是因為學習

漢語有利於就業。但是人文科學方面的大學學部選擇漢語的人還很少。而且在所謂的一

流大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兩方面選擇漢語的學生都比選擇法語、德語的少得多。這

個現象大概是因為他們認為，學習歐洲語言要比學習漢語在學術研究上有用。

基礎課(教養課程〉的外語科目的目的是培養:CD廣泛的修養和判斷能力、分析能

力;@為進行專業教育昕需要的閱讀能力;@能夠在國際社會上進行活動的實際能力。

日本的大學至今把外國語科目的目的放在吸收歐美的知識和技術上，認為@的“廣泛的

催養、判斷能分、分析能力"是歐洲市民的接養;要通過學習歐洲的各種語言得到判斷

能力、分析能力。如果堅持這種觀點，很明顯，通過漢語學習是不能達到@的目的的。

但是，世界上有許多國家和民族，它們經過各種歷史的發展階殷到達今天，採取了各種

政治和經濟體制，使人們產生了各自的思維和活動方式。如果我們把這種思維和活動方

式的總和吽作文化的話，不僅歐洲各種語言的學習，而且漢語或其它外國語的學習也會

給日本人提供廣泛的國際視野。如果這樣考慮，那麼在基礎課程中學習漢語的意義是充

分的。但是遺憾的是這種想法在日本的大學還沒有形成，另一方面漢語教員還沒有作好

把國際視野提示給學生的準備，這是我們的現狀。關於@的閱讀能力、@實際能力，每

週二次，一次二小時這種教學時間是很難令人漏足的，這是自明之理。

社會科學方面的大學、學部，特別是濟經大學、學部與其它大學，學部比較起來，

擁有很多的研究中國的人員。可是他們還認為漢語文獻比較容易閱讀，輕閥培養漢語的

基礎能力。人文科學方面的大學、學部的研究中國的學科是中國文學科、中國哲學科、

東洋史學科(大部分是研究中國史) ，相當多的大學設有這些學科。中國文學科分為兩

種，一種是把重點放在用漢文訓讀來研究中國古典的，另一種是學習漢語，把重點放在

研究近代和現代中國文學上，因大學而異。但是在前-種學科裹，學生也關心中國近、

現代的文學，所以漢語的學習是必要的，但是還沒有做 d'正式著手漢語教育的努力。東

洋史學科對漢語教育最冷淡，閱讀文件還利用漢文訓讀，糊里糊塗地讀，即使鼓勵學習

外語，也是把歐美的中國研究作為模範，重點放在學習英語、法語上。以上是東洋史學

科的一種傾向。

把漢語作為專業科目來教的大學、學部是外國語大學、學部，戰前只有東京外大、

大阪外大、天理外大三所。戰後誕生了包括公立、私立的卡五個外國語大學、外國語學

部'‘其中八個設有漢語科， 一學年合計四百七十五名。非常遺憾的是， 這些外國語大

學、學部雖目的是培養從事日中兩國間的國際事物，但是學生的漢語實際能力並不高。

這里面有各種原因，例如: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前，用漢語的職業範圍有限;現在日本的

大學大眾化，許多動機不純的學生入學，造成學生之間差距很大;不是所有的教員都有

很高的漢語水平;提高漢語水平的通當教材還沒有充分準備好。但是有一定的基本能力

的學生，畢業後到和中國有關的企業就業，在企業內的教育機構或民間教育機構，接受

相當嚴格的再教育，則有迅速進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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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漢語的民間教育機構，沒有詳細的調查，所以不能介紹正確的情況。但東京方

面有亞洲非洲語學院，霞山會中國語講習會、日中學院，中國語研修學校，善眸書院等

民間機構，接一九六六年調查，推測有一千名學員。各地的日中友好協會也舉辦了講習

會。在這樣的教育機構學習的學生的動機真是多種多樣。例如:將來會有用;作為一種

信養學習;學術研究的需要;實際業藩的需要等。其中佔前三位的是對中國革命的共鳴

及對中國古典文化的憧憬等，有時是對日本的體制的抵抗。(以上的報告根據:中國的

會編《中國)) No.30 , 1966 )此外，有些人想通過民間漢語教育運動熱烈地推動日中友好
運動，他們出版了吽偕《中國語學習運動》。

3 .漢語研究的發展

我們可以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漢語研究，要比明治、大正幾十年的研究， (從

研究者的數的增加、研究領城的擴大、研究內容的提高來看， )有顯著的成長。但是戰

後的這種發展，在昭和十年代後半就已經萌芽。如前昕述，倉石武四郎在昭和十三~十

四年(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吸收了中國國語運動的成果，加上自己獨到的見解，騙

案了許多優秀的課本。他在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出版于《支那語教學的理論和實
際)) ，從正面否定了過去的漢文訓讀，與此同時展示出新的漢語學的建設藍圖。另外，

魚返善雄翻譯和介紹了 G. Karlgren (高本漠〉等歐美的漢語研究者的論文。在中國以黎

錦熙等人為中心的國語運動於一九一三年開始，在運動過程中發表了許多論文、著作，

黎錦熙的《新著國語文法》也是成果之一。這本語法書雖然是實用性、現範性的，但是

它初次系統地闡明了漢語的構造。黎錦熙除了語法書以外，還作了《國語模範讀本》、

《復興說話教本》等。這些教科書雖然是為教給中國人普通話用的，但在當時是完全根

攘新的語言教授法寫的一本書，雖然不能原封不動地拿來作日本人的漢語教科書，但與

當時日本的讀本式教科書相比，要好得多。還有，當趙元任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昕員的時候，進行了學術性的中國語言學的研究，對漢語音聲學、音韻學、方言、語

法進行了多方面有價值的研究工作，與此同時還編算了像《新國語留聲片課本》這樣科

學性的教科書。這些著作戰時在日本很容易買到，但是日本的漢語學者除了倉石、、魚返

二民以外，幾乎沒有看到有人利用過上述這些研究成果的跡象，現在看來，確實是一件

不可思議的事情。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我們才看到了戰時在美國進行的漢語研究和根據這些研究編

寫的課本。看了趙元任的 <<Mandarin Primer)) 、 Charles F. Hocktt及房兆極的<< Spoken 

Chinese ))、 Jhon De Francis 的 <<Beginning Chinese)) 等集中語言教育課本， 才知道

用構造語言學研究出的中國語法的面目。還有，我看到了在中國的大後方自淑湘、玉力

根據一般語言學編賽出版的語法書，我們也看到革命後了聲樹等人的《現代漢語語法講

話》以及其它大量的論文、啟蒙書、教科書等。北京外語學院根接他們教給留學生漢語

的經驗，編寫了幾種漢語基曬讀本，這些書給日本漢語教育界很大的刺激。

如上所述，日本的漢語學者、教育者很快地吸收了中國、美國的研究成果，正努力

追趕先進水平。現在正依攘變接語法、格語法等新語言學，一步一步地進行研究。這些

工作在一定範圍內取得了一些成績，但還沒有出現完整的著作。另外，出版了許多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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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科書，但很遺憾還沒有出版一本能代表日本的，並能為世界上的人們有昕貢獻的教

科書。

住:關於《近代日本的漢語教育》一章參考了六角值廣著《近代日本旬漢語教育》、六角恆廣、

積山宏著《中國語^'Q)道)) (1975年)及安藤章太郎著《日本人@中國觀仇深受敢發。另

外參考了魚退善雄的論文《日本華語界仿方向>> (上下) <<中國語雜誌)) 1949年 1 月號 4.5

月號昕收入井上翠的《松濤自述》等。


